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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和台湾研究领域的前辈与同行相比，我是后进。
1996年我从《人民日报》驻联合国首席记者任上届满回国后，对我从事了31年的国际新闻记者生涯，
做了新的思考。
我想，年过半百的我如果继续做我喜爱的驻外记者工作，浪迹异国他乡，虽然会是驾轻就熟，也能随
遇而安，但毕竟年纪不饶人，不可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也能坚持工作。
我必须理性地、负责任地规划退休前这段宝贵时光。
而且，我从工作中深切体认到，要当好驻外记者，就必须对所报道的国家和地区做扎实的基础研究。
但是，由于忙于跟踪形势、采访报道，很难有充裕的时间坐下来系统地研究问题。
因此一直希望有机会到一处清静学府，潜心研究问题，弥补自己的不足。
可谓机缘巧合。
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供职时的前辈和朋友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的姜殿铭教授找到我，
建议我接替他的工作，他已经不得不“超期服役”多年了。
这对我是个意外，我从未涉足过台湾问题研究。
但是，我是十分关心台湾问题的。
任何一个了解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被列强宰割、蒙受割地赔款之辱的中国人，谁不关心台湾问题，谁
不热望两岸早日统一！
同时我想，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总不会比国际问题更复杂，而且看中文资料总比看外文资料
要方便。
于是我抱着试试看和可能要踏入一个“新世界”的忐忑心情接受了殿铭兄的举荐。
1996年11月，我真的走进了台湾研究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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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作者到台研所后，把自己研究的一些心得纪录为文。
同时，为参加学术会议、或应报刊之约，也陆陆续续写了些论文和文章。
这些为数不多的论文、文章和研讨会发言稿，涉及到对台湾岛内问题的评述，对大陆对台政策的理解
和阐述，对重大涉台历史事件的回顾，以及对美国、日本等国对台政策的分析。
归纳起来，仍然是台湾、大陆及国际因素这三大部分的内容。
有些论文和文章引起国外一些学术刊物的兴趣，被它们所刊用，使得外国学者得以更直接地了解大陆
学者在台湾问题上的研究成果。
 这些文字也记录了作者所经历的两岸关系的跌宕起伏，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，作者便将它们编辑成集
，为关心台湾问题的人们留下一个回顾这段历史的小小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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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李登辉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变化1988年李登辉主政以来，国民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大体经
过四个阶段的变化。
第一阶段是从1988年到1991年，李登辉口头上基本延续了蒋经国的一个中国立场，即世界上只有一个
中国，“中华民国”是其唯一合法代表。
第二阶段是从1991年“修宪”和公布“国统纲领”到1994年公布的“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”，李登辉
实际上确定了“两个中国”的政策，但用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”来定位两岸关系，在宣示上仍表示“
中华民国”主权及于全中国，治权仅及台、澎、金、马。
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到1999年7月，李登辉将一个中国定位为“历史、文化、血缘”的中国，否定了其
法律地位，把一个中国定位为1949年以前和未来统一以后的中国，执行所谓“阶段性两个中国”政策
，但仍有所遮掩，有人称之为“隐性台独”。
1999年7月，李登辉接受“德国之声”记者采访时，则完全抛弃伪装公然宣称两岸关系是“国与国”的
关系。
1988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第13全大会仍坚持“反共复国”的口号，12月通过的“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大陆
政策”决议中称：“我们的大陆政策应体现‘立足台湾，放眼大陆，胸怀全中国’的一贯精神。
”“我们应坚持‘不接触、不谈判、不妥协’的政府立场。
”同年12月25日，李登辉在主持庆祝“行宪”纪念大会时说：“中国只有一个，而且必将统一于自由
民主的制度之下。
”1990年3月30日，李登辉在国民大会8次大会闭幕式致辞时，针对“当前若干言论主张，求变心切”
的情况强调：“我们的国体不容变更，我们的国土不容分裂，我们统一中国的目标，尤不容动摇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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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十年观察:激荡中的台湾问题》由九州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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